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解放军总医

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获悉，该科成立

了全国首个肝脏日间手术病房，并将

肝血管瘤切除、肝局灶性结节增生切

除、肝脏恶性肿瘤切除等 III类手术纳

入日间手术范围。

“肝脏日间手术病房的成立表明，

我院肝胆胰外科从术前综合评估、手

术流程管理、微创技术体系以及术后

信息化随访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

度。”该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主任刘荣

表示。

日间手术是指患者在 24小时内完

成入院、手术、出院的一种手术模式。

自 2015年国务院层面首次提出“逐步

扩大纳入医保支付的日间手术”，原国

家卫计委在《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中首次明确

要求各级医院开展日间手术以来，国

家对日间手术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

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

见》中“将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比例

作为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

出“大力推行日间手术，提高日间手术

占择期手术的比例”，足见国家对日间

手术模式的重视。

时至今日，日间手术已成为当前重

要的手术模式之一，实现了国家、医

院、学科和患者等参与方的共赢。

刘荣表示，日间手术是效率的体

现，具有明显缩短住院时间、加快床位

周转、降低院内感染、提高医疗资源使

用效率的优势；还可以引导医院加强

内部管理，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

服务效率、控制医疗费用，切实提高优

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和可及性。

不过，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

708 种手术目录基本均为 I 类手术，尚

未有中心将肝胆胰外科 III类手术纳入

日间手术。

“日间手术的核心是安全，因此对

外科医生的资质、技术有很高的要

求。”刘荣带领肝胆胰外科医学部开展

的相关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围手

术期死亡、手术并发症发生等负性事

件发生率极低，肝脏 III级手术非计划

重返手术室再手术率不足万分之一。

他撰写的《腹腔镜肝脏外科手术操作

要领与技巧》也由此成为了业内开展

腹腔镜肝切除术的必读书目。

正是基于几十年的技术沉淀，该院

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才有底气将 III类肝

脏手术纳入日间手术目录。刘荣表示，

日间手术模式不仅可以减少患者对手

术的恐惧，有利于术后身心恢复，早期

返回工作岗位；而且缩短住院时间有

利于降低直接医疗费用和间接费用，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当然，并非所有患者都满足接受日

间手术的条件。据悉，该院肝胆胰外科

医学部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

包括患者年龄、ECOG 评分（用于评估

患者体力状况和治疗耐受能力的评分

标准）等，要求医生规范进行患者术前

评估和术后随访。比如，患者出院后医

生须连续随访 5天，若患者出现不良反

应，可随时通过急诊入院。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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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肝脏日间手术病房成立

本报讯“老年人口占比不

断攀升，社会对养老服务、医疗

保障、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

日益增长无疑对现有的医疗

保健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有

效措施，应对老年人因功能

减退所带来的挑战。”近日，

在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主办

的“中国老年病患者功能修复

论坛暨新技术发布会”上，中国

老年保健协会会长闫青春教授

表示。

据介绍，截至 2023年底，

全国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超过 2.97 亿人，占总人口的

21.1%。高龄老人（80岁及以

上）占比逐年增加，预计 2050

年左右将超过 10%。

中国科学院院士滕吉文在

讲话中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可能出现行动不便、语

言不清、心脏功能减弱、大脑功

能下降等问题，甚至会出现失

智、失能的情况。而心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脑卒中、糖

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疾病会

对老年人的身体功

能造成不同程度的

损害。

与会专家认为，

老年人功能修复的

对策是一个综合性

体系，需要医护人

员、家庭成员和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和

支持。综合评估、个

性化护理、营养与健

康饮食、功能性锻

炼、应用辅助工具、

心理支持与社交参

与以及药物治疗与

新技术应用等多方

面的措施，可以有效

地帮助老年人恢复

或改善其功能状态，

提高生活质量。

此外，此次论坛

发布了多项全国首

创的老年慢性病治

疗新技术，包括尿失禁的人工

智能监测、肌肉干细胞技术等，

还成立了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功

能修复分会。 （黄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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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正在为患者做手术。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8 月 30 日，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4 年开学典礼在首次启用的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区（以下简称医科院北区）举行，2981

名协和新学子满怀憧憬，开启梦想之门。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

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

的圣洁和荣誉。”该校教务处处长马超教授

带领全体新生郑重宣誓，誓言字字千钧、句

句铿锵，彰显了他们投身医学事业的坚定决

心与崇高使命感。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在典礼

上讲话。他指出，今天的开学典礼是两件大

事并举，一是“世纪圣所又现巍峨新殿堂”，

即今天不仅是协和医学院新生入学、新学期

的开始，也是学校、中国医学科学院过去百

年来最大的拓展建筑项目———医科院北区

落成并投入使用的日子，其意义重大；二是

“百年协和再著激扬妙篇章”，协和师生、医

科院同仁将于今日始在新的平台上开启新

的学年、新的征程，秉承“医学是多学、人学、

至学”的治学宗旨，成就医学卫生健康的辉

煌事业。希望“大医学”“大卫生”“大健康”理

念深入协和人心中，为人民、人类谋取生命

健康这一终极福祉。

北京协和医学院长聘教授王洁作为教

师代表发言。她分享了自己学医多年的体

会，强调医学不仅是细节的深入挖掘、大胆

的探索创新、同伴间的无私助力，更是时代

赋予的崇高使命，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将爱

心深植于心间。她寄语同学们要怀揣从容与

坚毅，努力成为时代的骄傲，绽放光芒，以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激励同学们继承

和发扬协和医者大爱的精神，成为有思想深

度、厚度、高度的大医者。

该校新生代表 2024 级外科学直博生马

骁、首届药学专业本科生党健铭、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协和医班”2024 级本科生马喜

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世尧也分别发言。

（张思玮）

满怀憧憬与梦想，2981名协和学子入学

开学典礼现场。 中国医学科学院供图


